
国家司法考试：民事法法条串讲（六）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510.htm 第七十二条 财产所有

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

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讲解】 这里有三个问题要

注意： 1.理解物权的三个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

权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首先，物权法定原则包括：第一

，物权必须由法律设定，而不得由当事人随意创设；第二，

物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协议设定；第

三，物权的效力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协议

加以设定；第四，物权的公示方法必须由法律规定，不得由

当事人随意确定。物权法定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区别体现

了合同法与物权法的不同之处。其次，一物一权原则的含义

主要包括：第一，物权的客体仅为独立的特定的物；第二，

一个所有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物。根据一物一权原则，一

个所有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物，集合物原则上不能成为一

个所有权的客体，而只能成为多个所有权的客体；第三，一

物的某一部分不能成立单个的所有权。再次，公示、公信原

则。第一，公示原则，所谓公示，是指物权在变动时，必须

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从而使

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并保护

交易安全。第二，公信原则，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物权时，

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则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

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



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存在相

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例如甲将乙的房屋登记在

自己的名义下，并将该房屋转让给丙，丙因信赖甲所提出的

产权证书等文件，而与甲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则尽管甲不

是真正的权利人，但法律上仍承认该项交易所导致的所有权

移转之效果，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并维护交易安全。由此可

见，公信原则实际上是赋予公示的内容具有公信力。可见公

示与公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关于物权客体的分类，主

要掌握其分类的意义。 动产和不动产的分类意义主要是：物

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不同前者为交付，后者为登记。 区分流通

物、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其意义在于：合同标的物为

流通物的，具备了合同的其他生效要件，合同即可生效；合

同标的物为限制流通物的，除须具备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外

，还应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合同方可完全生效；合同标的

物为禁止流通物的，合同无效。 区分特定物和种类物，其意

义在于：在债的关系中，若以特定物为标的物，如其灭失，

债务人不需作替代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免除。若以种类

物为标的物，如其灭失，则依危险负担原则处理。 主物和从

物，不同于以上分类的是：主、从物必须特定于某两个物之

间的关系才能定论，如何认定两个物是否是主从物，本身就

是个考点，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其一,二者在物理上相互

独立，否则，会构成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房子和窗户

等。其二，二者在经济上存在着主从的依附关系：甲物脱离

乙物，不损害甲物的独立用途，则甲物为主物；乙物脱离甲

物则失去其本来的用途，则乙物为从物；其三，交易观念上

为主、从物。区分主物与从物，其意义在于：当事人没有特



别约定时，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以贯彻物尽其用原则。 

区分可分物与不可分物，其意义在于：在共有关系终止时，

这两种物的分割方式不同。对于可分物，可进行实物分割；

对于不可分物，只能进行价值分割，有的共有人得到原物，

其他的共有人得到金钱补偿。 原物和孳息。孳息可分为天然

孳息和法定孳息。所谓天然孳息，系指果树、动物的出产物

，及其他依物的使用方法所收获的物。所谓法定孳息，是指

利息、租金等因法律关系所获得的收益。孳息都必须是独立

的物。区分原物和孳息，其意义在于：通常情况下，原物所

有人有权取得孳息之所有权。转移原物的所有权，孳息的所

有权应同时转移。 区分可消耗物和不可消耗物，其意义在于

：借用合同、租赁合同等只能以不可消耗物为标的物。 3.要

注意所有权的几项规则： ①所有权的弹力性。所有人在其物

之上设定他物权，只是对所有权的限制，他物权亦只是对物

享有部分的利益，当他物权消灭以后，所有权的限制也予以

解除，这样所有权就恢复其圆满状态，这就是所有权的弹力

性规则。所有权的弹力性规则既是由所有权的支配权表现出

来的，也是一物一权制度的具体引申。 ②所有权与占有的区

别：所有权是对物的独占的支配权，而占有只是对物进行控

制的事实状态。由于占有与所有权存在着区别，因此对占有

的保护和对所有的保护也应当区分开来。 第七十八条 财产可

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

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

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按

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

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



权利。 【讲解】 1.共有，是指某项财产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权利主体共同享有所有权，换言之，是指多个权利主体对一

物共同享有所有权。例如，两个人共同所有一间房屋，三人

共同所有一台机器。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

有人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共同共有人没有自己的份额，因

为共有人之间对共有财产没有分出自己具体的份额，所以就

谈不上处分自己的份额。多数人共同所有一物，并不是说共

有是多个所有权，在法律上，共有财产只有一个所有权，而

由多人享有。共有物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分割，不能由

各个共有人分别对某一部分共有物享有所有权，每个共有人

的权利及于整个共有财产，若共有财产是特定物，且分割不

能或者分割有损其价值时，可折价处理。 2.按份共有按照预

先确定的份额分别对共有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的权利，按份共有人有权分出、转让自己的份额，但此时，

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的，对其他人共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若受让人为善意，

可按善意取得规则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